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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陈邵桂，郭　晨

（湖南工业大学 思政部，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习近平阐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目标宏伟又任务艰巨。中国梦的实现必然需要强劲的精神动力，即
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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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

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１］３６近代以来，无数

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艰苦奋斗，直到国家独立、

民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又进行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历史

昭示未来，中国梦既目标宏伟又任务艰巨，必然需

要伟大精神的支撑才能得以实现，习近平称之为

“精神动力”。［１］４０

　　一　中国梦既目标宏伟又任务艰巨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一个民族在不同的

时代也有不同的“梦”。毛泽东说过：“建立一个没

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

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２］３１２中华民族是一个有

“梦”的民族。南宋词人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

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中叙述的“梦”：“醉里挑

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夜深人静，有梦的人自斟

独饮，醉后“挑灯看剑”，刚一入睡，方才所想的一

切，又幻为梦境，看到的是军营连着军营，听到的是

一片号角声。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忧国报国的情怀，

实现国家统一的“梦”。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

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伟大复

兴”。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殖民地半
殖民地化的日益严重，中国人的“梦”越来越深化和

具体。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过：“我们中国

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３］６５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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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毛泽东又说过：“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到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
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

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

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

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４］３４０这

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的生存境遇，也是中国梦形成

的社会历史背景。

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开

眼看世界”［５］，发现敌胜于我的原因是“船坚炮

利”［６］，于是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近代工业，

历经３０年的洋务运动原以为是可以救国的，随着
甲午一战的失败而宣告此路不通。

鉴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总结经

验教训：“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

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

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７］因

此，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试图按照日本的模式

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改良，结果也失败了。梁启超

在１９２２年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指
出：“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

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雷。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

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

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８］７－８也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了

变法维新运动，遗憾的是仅仅 １０３天就以失败告
终。康有为流亡日本后，作了题为《环翠楼浴后不

寐夜步回廊》一诗，其中有“山河残破成何事，维新

旧梦已成烟”一句［９］。五千年文明古国在列强纷至

沓来的瓜分面前，已经“山河残破”。作者“维新”

救国的“梦”难以实现，即“已成烟”。

孙中山在１９２０年前后完成的《建国方略》一书
中非常遗憾地说：“当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者，曾游仕中国，致仕后回国著书，述中国当时社会

之文明，工商之发达，艺术之进步，欧人见之尚惊为

奇绝，以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进化之国也。是犹

中国人士于三十年前见张德彝之《四述齐》一书，所

志欧洲文明景象，而以为荒唐无稽者同一例也。是

知欧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

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

所能及也。”［１０］１６１这就是他在１８９４年提出“振兴中
华”［１０］１４的时代背景。此后，历经近２０年的不懈奋
斗，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具有全国规

模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

多年的封建帝制的最初胜利，但按照西方民主共和

国模式建立的民国，还是“只有一块假招牌”［１０］４８３。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共和梦”终未能实现。直到

１９２５年，他在逝世前夕仍然告诫同志：“革命尚未
成功。”［１０］９９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

希望，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

广泛传播。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
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梁启超在１９２２年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
论》一书中对上述历程评价道：“这四十几年间思想

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几年所未尝梦见。”［８］７

１９３２年初，《东方杂志》向社会各界人士发函
请求回答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先生梦想中

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著名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回函：

“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创痕

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

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

……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

成为过去的一梦。”［１１］对此，鲁迅在《听说梦》一文

中记载：“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

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

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他在文中感慨：“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

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梦‘大家有饭吃’

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

有人，……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

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

现在。”［１２］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说过：“我在年青的

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

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

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

人的疾苦，战争时侯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

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

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

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

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

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

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

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

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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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

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

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

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

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

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１３］

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鲁迅弃医从文。

１９４３年５月，唐在《寻梦人》一文中，讲述了
一个落魄孤独者的寻梦故事。作者在文章结尾感

叹：“热爱他们的梦想，凭着这种梦想夸父在追逐西

下的太阳，而人生也遂以绚烂了。”［１４］

以上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中国梦的心路

历程和奋斗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优

秀的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历经２８年的浴血奋
战，终于在１９４９年实现了党在成立之初提出的最
低纲领。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１１０年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苦难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

以说，中国梦是在苦难中实现最初目标的。正如习

近平所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

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１］３５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事业，又进行了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展望中国

梦未来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充满信心地说：“到中国

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

现。”［１］３６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奋斗历程和两个“１００
年”的奋斗目标表明：中国梦既目标宏伟又任务

艰巨。

　　二　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劲的精神动力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梦，又是随着时代发

展与时俱进的时代梦，如上所述，既目标宏伟又任

务艰巨，必然需要强劲精神动力的推动，才能最终

得以实现。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成就和未来奋

斗目标，都表明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劲的精神动力。

回顾历史，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在近代历经苦

难。近代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时间长达１１０年，任务异常艰巨，经历异
常艰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又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了２８年的奋力拼搏，特别是进行了２２年艰苦卓

绝的武装斗争。与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典型的

革命运动比较，我国革命的艰巨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革命的任务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

是反对国内封建专制统治；美国独立战争是反对外

来侵略；俄国十月革命是推翻国内的反动统治，虽

然也受到外国的武装干涉，但是在革命取得初步胜

利以后发生的；唯有中国革命必须同时完成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任务，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革命

的艰巨性。在如此长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先进的中

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奋起抗争，不

怕牺牲，创造辉煌？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

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

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

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

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１５］１１０这就是对精

神动力所发挥巨大作用的解说，由此激励中华民族

的先进分子从近代走了过来，在苦难中赢得了国家

独立和民族解放。

展望未来，两个“１００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的伟

大复兴，必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历史已经证

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是坦途，未来同样

如此。１９４９年３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

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１６］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有理由

说中国共产党历经９０多年的艰难曲折，虽然领导
全国人民做了三件大事，改革开放也进行了３０多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目标，仍然

还处在万里“长征”的征途之中，需要进行不懈地艰

苦奋斗。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

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鼓气呀、劲呀，就走不出

一条好路，走不出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１５］３７２

因此，必须牢记习近平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共同为之努力。”［１］３６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不能没有精神动力强劲推动的。

第二，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

情，需要发挥精神动力的巨大作用，推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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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

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
开放，就总量而言，我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各种经济指标按人口一平

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这就是实现两个“１００年”
奋斗目标必须立足的国情基础。

当代中国已经不是近代中国，两个“１００年”奋
斗目标的实现，也不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统治那样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形势即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国情和任务即两个“１００年”奋斗目标，
特别是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要我

们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苦努力。对此，我们必须

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所说的：“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

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迫切

需要强劲的精神动力，发挥维系全民族共同奋斗的

凝聚功能，发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激励功能。

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劲的精神动力，既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的奋斗历史所证明了的，又是现实的国

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所要求的。

　　三　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历史、现实和奋斗目标决定了实现中国梦，需

要强劲的精神动力。什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

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全国各族

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

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

力。”［１］４０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也

就是说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又是随着现实的发展不

断丰富的，是凝聚和激励一个民族团结一心奋力前

行的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

力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习近平

所说的“中国精神”，是“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

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具有维系民族团结的凝聚功

能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激励功能。

邓小平说过：“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

展的精神动力。”［１５］３５８邓小平所说的“要懂得些中

国历史”，是指的要懂得中国近代的历史。一部中

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

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

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２］６３２因此，邓

小平在这里所说的“精神动力”的内涵，就是说的爱

国主义是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主要内

容。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的传统。正如

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

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

的人。”［１７］

邓小平还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

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１５］６３马克思主义不是

中华民族固有的，是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选择的救

国救民的真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经历

了近百年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进程，与时俱进地指

导了和正在指导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

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

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是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并已成为当代中国精神

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一是由于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实现中

国梦必须将个人的力量汇聚成为强大的民族合力，

没有精神动力一个民族就难以形成合力，没有合力

的民族是没有力量的。邓小平说过：“中国人分散

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１５］３５８一个

民族的凝聚力，虽然要以共同的物质利益为基础，

但是，还必须要有牢固的精神纽带。邓小平指出：

“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

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

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

没有一切。”［１５］１９０邓小平所说的“信念”，就是凝聚

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

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

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１３亿人的智
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１］４０只有这

样，中华民族才能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也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是如上所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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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将物

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统一起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

件下甚至更注重精神追求，我们每一个人自觉地将

国家、民族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变成自己的理想信念

和价值观念，并形成“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激励因素，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物

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４］３２１充分重视运

用精神力量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

良传统。毛泽东还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２］１６２邓小平也引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明精

神动力的激励功能。［１８］也正因为这样，胡锦涛在党

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梦既目标宏伟又任务艰巨，必

然需要强劲精神动力的推动，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的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２］毛泽东．毛泽东文集：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３］毛泽东．毛泽东选集：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４］毛泽东．毛泽东文集：８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４：２１．

［６］魏　源．魏源全集：４册［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４：３２．
［７］胡　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４４．
［８］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Ｍ］．长沙：岳鹿书

社，１９９８．
［９］马洪林．康有为大传［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３６２．

［１０］孙中山．孙中山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１］卢　毅．８０年前的中国梦［Ｊ］，文萃报（精选合订本），

２０１３（７）：５２．
［１２］鲁　迅．鲁迅全集：４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４８１－４８２．
［１３］鲁　迅．鲁迅全集：１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４３７－４３９．
［１４］唐　．落帆集［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９．
［１５］邓小平．邓小平文选：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１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４３８．
［１７］鲁　迅．鲁迅全集：６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２２．
［１８］邓小平．邓小平文选：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３６７．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６８


